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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授課教師 吳玟靜 

實施年級 七年級 

課程執行類別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單一構面美感通識課程 

■ 國民中學 

班級數 7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214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布」與我的旅行-角料循環經濟運用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七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構面為「色彩」，課程架構主要分成三部分： 

(一)發現與感知「色彩」 

       課程一開始從生活中的物品色彩著手，將物品色彩依色相環、相同的色調排列出秩   

       序，從做中學發現與感知「色彩」，與「色彩」排列的方式。 

(二)象徵的色彩ⅠⅡ 

       物體或形象的色彩構成傳達給人的印象。 

    (三)迪化街上的 Pantone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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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迪化街上的水果乾中為觀察對象，以水彩調出色彩在明度與彩度中漸變的色階，探 

索色彩彼此間的漸變關係。 

 

* 先備能力：  

  1.學生了解色彩基礎知識，例如色彩三原色、類似色對比色、色彩三要素等。 

  2.學生已認識布料的材質與種類。(家政課) 

  3.學生在小學階段學過簡單手縫技巧(製作香包)。 

 

一、課程活動簡介：(紅色字為修改) 

 

  本課程設計結合學校在地資源：以永樂市場的”布料”為出發點，介紹利用地毯工廠剩料

表達對大自然的關心與愛護的阿根廷藝術家 Alexandra Kehayoglou(忠泰美術館之講堂牆面

設計之藝術家)與紡織角料的循環經濟〈有布組合〉的環保理念與社會行動，帶領學生認識到

布料的循環與運用，並以布料工廠生產過程中剩下的角料為質感材料，思考能做出哪些質感的

手作小物。 

    藉由角料(布料)的觀察，布料的紋路、粗細、厚薄…等表面質感的產生，並能夠連接延伸

出可見的功能，或帶給使用者無形的感受。經由能夠意識到生活中布料的質感對自身與環境所

造成的影響，同時能透過動手舊衣/角料再運用與設計，製作出日常中所看到的物件或想像的

物件，感受在地布料質感的美與啟發環境永續的素養養成。 

 

 二、課程目標 

 

◼ 美感觀察（從生活、物件或環境中觀察的對象，請列舉一至三點） 

 1. 學校附近的永樂市場(布市場)。 

     2. 在研習中認識到角料循環經濟的〈有布組合〉，透過角料再運用與設計，延續角料的 

        生命，繼續有價值的被利用。 

     3. 忠泰集團的中泰演講廳(Jut Hall)，展示了阿根廷藝術家 Alexandra Kehayoglo 從牆 

        面延伸到地面的不規則圖案織品，開啟了不同質感的空間感受。 

 

◼ 美感技術（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美術設計工具或技法，請列舉一至三點） 

    

     1. 能選定不同色彩與質感布料做合宜的搭配。 

     2. 透過剪裁與手縫方式，設計並製作出自己的質感物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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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概念（課程中引導學生認識的藝術、美學或設計概念，，請列舉一至三點） 

(紅字為修改處) 

    1. 美的美理原則：色彩的對稱均衡、不對稱均衡、韻律、相同/衝突的色調調和等。 

    2. 與環境共好：以阿根廷藝術家 Alexandra 的織品創作創作切入口，介紹藝術家利用地 

                  毯剩料將保護自然的概念融入藝術創作中。 

    3. 設計與生活結合：學生以心愛的公仔或玩偶為對象量身訂做設計家具、配件，如椅 

                       子、沙發、床、帽子等等。 

 

◼ 其他美感目標（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等特殊目標，可依需要列舉） 

   1. 校本課程以大稻埕為主軸，以大稻埕中永樂市場帶入地方感文化。 

    2. 跨域：此美感實驗課的手操作部分為用針線手縫，為綜合領域的家政課中必學的 

     一個單元。和家政課的手縫課區別的是：學生只要會起針與收針，不強調 

     縫法是否正確，以質感帶出作品美感的小型實作，抑或是直接將布以膠黏貼即 

     可。 

 

三、教學進度表(紅字為修改處)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教學策略、主題內容、步驟 

1 3/16-3/20 

單元目標 什麼是質感? 

操作簡述 
運用美感電子書的圖片，建構學生對於質感的概念，

並以著色用具描繪生活中對於質感與質感的觀察。 

2 3/23-3/27 

單元目標 能了解剩料與認識對環境友善的藝術 

操作簡述 
介紹當今藝術家是如何運用剩料創作藝術作品，思考

並上網蒐集有關資料。 

3 3/30-4/3 

單元目標 能運用剩料製作帶有質感的作品--實作 1 

操作簡述 

以紡織業剩下來的角料（布料）為質感體驗素材，藉

由觸摸與觀察布料材質、紋理與觸感，依照前一堂所

蒐集到的資料，規劃尺寸，開始進行小型實作。 

4 4/6-4/10 

單元目標 能運用剩料製作帶有質感的作品--實作 2 

操作簡述 
依上週畫的尺寸將風扣版試著一一進行裁切，成為小

型實作(家具)的模板。 

5 4/13-4/17 單元目標 能運用剩料製作帶有質感的作品--實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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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一)學生從布料能欣賞不同材質所產生不同的美感。 

      (二)學生從中能瞭解質感對於功能/美感所產生的影響。 

      (三)學生從中能聯想質感對於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關係， 

         喚起他們對自己生活中質感的觀察與意象。 

      (四)學生能了解材質與質感的生活運用。 

五、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一) 美感電子書：質感篇 

    (二) 手縫布雜的第一本書：5 種基本手縫法 X30 款布雜手作，黃雪春， 旗林文化， 

         2016 

 

六、教學資源： 

     (一) 網路資源： 

        1.《美感入門》質感篇 

        2. 有布組合 https://www.facebook.com/nunoji.co/ 

        3. 阿根廷藝術家 Alexandra Kehayoglou 個人網站  

           https://alexandrakehayoglou.com/ 

        (二)多媒體教學器材：電腦、平板、電子白板等  

操作簡述 
將裁切好的風扣板以白膠或熱熔膠進行立體拼接與組

裝，再思考以布料包或貼於外層。 

6 4/20-4/24 

單元目標 結合異材質--實作 4 

操作簡述 

將布料進行剪裁進行包覆與修邊，並嘗試結合異材質

(鐵鍊、冰棒棍、毛球、竹筷、免洗筷、木紋貼等)增加

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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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5/1 

單元目標 作品展示、互相觀摩與反思 

操作簡述 

 1.學生完成尺寸表與觀察自己成品，並畫上立體圖。 
 2.學生對自己作品進行展示，互相觀摩與反思，寫下

回饋。 

8 5/4-5/8 

單元目標 作品與環境的關係 

操作簡述 

1.學生分組在校園帶著自己的作品取景拍照。 
 2.回到教室以 google classroom 上傳整組照片，並

以 google 表單寫下心得回饋。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83%E9%9B%AA%E6%98%A5/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flag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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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原計畫 調整情形 

 

透過操作「手機顯微鏡」觀看並拍照

記錄布料紋理的質感。 

 

 

取消手機顯微鏡之課堂活動，因為聽

聞家政課有操作。 

 

第四-五週為實作堂數(共 2 堂)。 

 

依實際學生操作進度，實作堂數增

加，從原定計畫 2 堂增加至 4 堂課(第

三週到第六週)。 

 

 

規劃 6 堂課(6 週)。 

 

因為實作堂數增加(學生兩堂課作不

完)，實際 8 堂課(8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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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運用美感電子書的圖片，建構對於質感的概念，並以著色用具描繪生活中對於質感與質感的

觀察。 

C 課程關鍵思考： 

何謂「質感」?關於你的質感記憶是什麼?尋找它並觀察它的特點並試著觀察描繪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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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認識當今藝術家(如設計忠泰美術館之講堂牆面之阿根廷藝術家 Alexandra Kehayoglou)是

如何運用剩料創作藝術作品，思考並上網蒐集有關資料。 

C 課程關鍵思考： 

思考我想要為_____(對象)作_____(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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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實作 1：以紡織業剩下來的角料（布料）為質感體驗素材，藉由觸摸與觀察布料材質、紋理

與觸感，依照前一堂所蒐集到的資料，規劃尺寸，開始進行小型實作。 

C 課程關鍵思考： 

小型實作尺寸該設計多大?實際用尺規劃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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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實作 2：依上週畫的尺寸將風扣版試著一一進行裁切，成為小型實作(家具)的模板。 

C 課程關鍵思考： 

學生是第一次接觸風扣版的材料，從實作中體會如何將風扣版裁切美觀，學會使用美工刀技

巧(力度和角度)及安全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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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實作 3：將裁切好的風扣板以白膠或熱熔膠進行立體拼接與組裝，再思考以布料包或貼於外

層。 

C 課程關鍵思考： 

 製作立體的作品會牽涉到關於結構的思考，如何使結構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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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實作 4：將布料進行剪裁進行包覆與修邊，並嘗試結合異材質(鐵鍊、冰棒棍、毛球、竹筷、

免洗筷、木紋貼等)增加質感。 

C 課程關鍵思考： 

從生活中找尋除了布以外的材料，能與之作質感上合宜的搭配。 

  



12 

課堂 7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完成尺寸表與觀察自己成品，並畫上立體圖。 

 2.學生對自己作品進行展示，互相觀摩與反思，寫下回饋。 

C 課程關鍵思考： 

對自己的作品進行觀察、表達、展示與反思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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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8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學生分組在校園帶著自己的作品取景拍照。 

 2.回到教室以 google classroom 上傳整組照片，並以 google 表單寫下心得回饋。 

C 課程關鍵思考： 

你的作品適合放在校園那些地方/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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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七年級在工具以及材料的使用上因為不熟悉，需要教師在細節上一一提示與

示範，才能讓學生感受到工具帶來的事半功倍與成就感，重點是要創造出安

全的環境。整理出以下是在教學現場過程中所觀察到的情況： 

教學觀察與反思 對策與未來教學規劃 

工具使用之安全方面： 

學生美工刀用完不馬上收刀片、刀片外

露隨意擺置的現象，老師在旁看得心驚

驚。 

設置美工刀專屬工作區： 

除了口頭加強安全宣導使用規則外，

將每一排第一個桌子併攏，成為美工

刀專屬使用區，只能在台前使用美工

刀，不准在自己位子用。因為設在第

一排，教師方便就近觀察與監督。 

工具使用技巧方面： 

觀察到學生將風扣版裁得像狗啃，與不

知如何使用美工刀，太多用力或角度太

直的情況有關，事倍功半之餘達不到預

期效果，也潛藏使用安全。 

 

親自示範與提示： 

體察七年級學生是第一次接觸風扣板

材料，教師提示美工刀使用的力度與

角度，以比喻像拉小提琴的力度、加

上鐵尺輔助，可超出邊界裁能輕鬆切

斷，多數學生獲得幫助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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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 

 

李同學 摸到各種不同的材質，每種材質的觸感都不同，有的很柔

軟，有的很粗糙。 

吳同學 這讓我們了解了生活中處處都可變的有質感。 

朱同學 質感就是材質、紋理、經過觸摸的記憶。 

李同學 讓我發現其實剩下的東西也可以變成其他好看的擺飾。 

張同學 我認為花費 6 節課的時間相當的值得，這次的課程讓我對這

類作品感到相當有趣。 

李同學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讓我知到質感的奧妙。 

陳同學 這次的活動教了我們什麼是材質，也用了工廠不要的布來做

作品，很好玩。 

陳同學 能利用質感優美的布料製作袖珍小物很開心。 

吳同學 我覺得這幾節課讓我學到了很多 也用了一些以前沒用過的

材料 很有趣。 

蔡同學 這次的活動讓我學到了許多關於材質的東西，也對於材質更

多的了解，也用利用布做出自己的物品來。 

李同學 這次的課程真的十分有趣 無讓我們體驗到布料最真實的觸

感。 

葉同學 很好玩，第一次在學校體驗到這種手作課程，並且還要拍

照，了解到原來布料也有分這麼多種材質，每一種摸起來的

感覺都不一樣，總之這次的課程讓我學到了很多。 

陳同學 我覺得這次的課程很有趣，因為這次的課程還可以減少空氣

污染。 

林同學 我發現生活中有許多事物都是注重細節，質感的，經過仔細

的探索，看見了許多這類的物品。在實作的過程中，我也用

了許多的方法，來增添沙發看上去的質感及觸感，收穫頗多。 

陳同學 在這次活動中使用了日常生活的布，平時可能直接丟棄，這

次再利用不用的布作出成品，這次活動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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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學習成果-1：構想設計圖 

 

  

學生學習成果-1 學生學習成果-2 

  

學生學習成果-3 學生學習成果-4 

  

學生學習成果-5 學生學習成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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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果-2：「布」的小型實作(個人) 

  

學生學習成果-1 學生學習成果-2 

  

學生學習成果-3 學生學習成果-4 

  

學生學習成果-5 學生學習成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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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果-3：「布」的小型實作(小組) 

 

「布」的小型實作-1(小組) 

 

「布」的小型實作-2(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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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 學年度收支結算表 (詳見 Excel 表格附件) 

經費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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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至 110 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108 學年度實驗課程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授權同意書 

    吳玟靜    同意無償將 108 學年度 1、2 學期實驗課程實施計畫之成果報告

之使用版權為教育部所擁有，教育部擁有複製、公佈、發行之權利。教育部委託

國立交通大學（總計畫學校）於日後直接上傳 Facebook「108 至 110 美感與設

計課程創新計畫」粉絲專頁或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之相關網站，以學習觀摩

交流之非營利目的授權公開使用，申請學校不得異議。 

※立授權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雙方合作計畫內容依雙方之合意訂之，特立此書以資為憑。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學校： 台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請用印) 

立同意書人姓名： 吳玟靜                       (請用印) 

(教案撰寫教師) 

學校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1 號 

聯絡人及電話：02-2593-1951*111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1 1 日 


